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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澜沧县文化和旅游局）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依托文化资源优
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全力唱好旅游促
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的民族团结进步曲，让各族群
众在“吃、住、行、游、购、娱”中深刻
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推
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
心入行。

挖掘民族节庆文化促交往。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人
民共谱新征程华章”为主题，推进各

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通过举办传
统民俗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平台，营造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舆论氛围，持续弘扬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广大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讲好澜沧故事、传播澜
沧声音、展示澜沧魅力，进一步提升
澜沧县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推动全县文化旅游和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强化宣传推介促交流。始终把
传承发展民族文化作为推动全县文

化事业繁荣兴盛的重要载体，着力
挖掘民族特色文化，全县上下掀起
了“打民族牌、走特色路”的文艺精
品创作热潮。

注重文旅体验促交融。深入挖
掘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优秀民族传
统文化，不断丰富景区体验业态产
品。围绕 6个国家 A级旅游景区推
出 10 条精品旅游线路，其中 2 条分
别上榜 2022年、2024年全国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线路围绕文茶旅体
验、民俗文化体验、民族风情体验、
非遗体验等多种类型，通过游多彩

乡村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
现澜沧县各民族节庆活动、丰富多
彩的乡村地域特色文化和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迈向现代化、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精神风貌。积极推进文旅
与节庆深度融合发展，通过扩塔节
（春节）、阿朋阿龙尼（葫芦节）、山康
茶祖节等节庆文化活动创新文旅消
费方式，不断扩大澜沧县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有效推进旅游发展，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本报讯（通讯员  王梅  鲁海杨 
文/图）   山峦苍翠，阡陌田园，思澜
高速公路穿村而过。盛夏时节的思
茅区思茅港镇那澜村芒约村民小组，
一条条村组道路纵横交错，一幢幢白
墙黛瓦傣族风貌建筑掩映在青山绿
水间，道路两边绿树红花相衬，绘就
了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村民全员参与，分组、定人、定时，
常态化为村庄保洁，是芒约村民小组
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改造后
制定的村规民约。这个仅有46户农户
的小村庄，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中，全方位挖掘村庄的个性和亮
点，突出“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户
一景”建设主题，在保持原有傣族建筑
风貌的基础上，推动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村庄运维管护
等，村庄旧貌换新颜。

同时，芒约村民小组紧紧围绕兴
产业、带就业、促增收的发展思路，大
力发展橡胶、热区蔬菜、火龙果等特
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采摘、游玩，不仅有效拓宽了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也增强了自我“造血”功
能，蹚出了一条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
子。2023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1.4
万元。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周 文 阳）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聚焦提升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效能，强
化组织领导，精心统筹谋划，有力
有序推动“网格”管理、“多中心合
一”和红色物业管理等基层治理
机制体系落地落实落细，多措并
举为群众提供“一条龙”“一站式”
服务，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质效。

党建引领强治理，细化网格
精管理。积极推进“党建+网格
化”社会治理工作，着力构建党建
引领、网格聚力、共建共治共享的
现代化社会治理新模式。按照

“多网合一、一网通建、一网统管、
一网共享”的标准，统一建设“全
域覆盖、整合共享、规范高效、常
态运行”的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
管理体系，以城关镇为指挥体系
中心，11 个村（社区）设置信访接
访室、调解室、心理咨询室，邀请
心理咨询师参与协助基层治理工
作，为“信访人员”“问题人员”搭
建交流平台，努力实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
多元化解机制，有效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水
平。

“书记领办”解难题，“多中心
合一”树品牌。以“书记领办”项

目为抓手，树立“书记带头抓、亲
自抓、靠前抓”的鲜明导向，整合
各方资源，从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出发，办好“书记领办”项目。
将党建力量和基层治理优势聚集
在群众“家门口”，积极推进“多中
心合一”建设，让群众“进一扇门，
解万般事”，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信访接待、
困难帮扶、志愿服务等“一站式”
服务，构建“多中心合一”的基层
治理新格局。此外，积极开设“爱
心驿站”“四点半课堂”等，助推社
区形成“互助友爱、奉献爱心”的
新风尚，打造现代化便民利民“幸
福社区”。

“1+N”模式优服务，红色物
业增幸福。城关镇部分村（社区）
采取“1+N”模式，坚持党建引领，
结合小区党组织、物业管理委员
会、楼栋长、社会志愿服务等多方
力量，为居民搭建共建共治共享
桥梁，及时了解民情社情，掌握居
民动态，有效解决居民关心的难
点、热点问题，充分发挥基层治理
的“缓冲、纽带、凝聚”作用，调动
居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
共筑共建平安小区奠定坚实基
础。

本报讯（通讯员  杨帆）   为
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

“进机关”工作，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坚持“练内功、
延触角、促振兴”三向发力，以实
际行动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学习宣传和工作实践，
有力有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强化学习宣传“练内功”，向
思想内化发力。坚持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宣传纳入党
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培训的主题
课程，利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周例
会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依托红色阵地，通过重温入
党誓词、参观革命遗址等形式，教
育引导干部职工在追忆党史和革

命史中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
民族精神。

拓展服务“延触角”，向城市
社区发力。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与城市基层治理相结合，组织党
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包保责任片区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卫生清理、环
保宣传、文明宣传等志愿服务活
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民族团结进步政策，倡导各
族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

结合帮扶“促振兴”，向农村
群众发力。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创建工作与乡村全面振兴相结
合，派出党员志愿服务队到挂钩
村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引领村民团结互助共同发展，营
造和睦、包容、团结、稳定的良好
社会氛围。

进入暑期，亚太森林组织普洱
基地酒店已住进不少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我带着孩子参加了酒店组
织的森林徒步活动，带队老师很专
业。”来自山东省的郑女士表示，住
在酒店的小木屋里就像住在森林里
一样。酒店依托思茅万掌山林场南
亚热带植物园，充分利用森林资源
优势，提供森林体验、森林康养、休
闲度假、会议旅游、科普宣教等多样
康养旅居服务。

近年来，普洱市以绿色为发展
底色，以生态为发展优势，深挖自然
与文化资源，拓展旅游产业，打造森
林康养旅居新模式，不断激发出绿
色经济新活力。

开发森林资源
拓展康养旅居形式

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酒店的
森林覆盖率达 82%。“我们利用这个
优势，充分挖掘自然资源来丰富游
客的体验，比如森林徒步、制作标
本、夜观昆虫等。当下，也会组织拾
菌活动和暑期研学游。所有活动都
由专业人士带队，在保证安全的同
时将玩与学结合，深受游客欢迎。”
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酒店副总经
理李水滢介绍，游客大多数来自北
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地，有时能吸
引游客旅居半个月到 1个月。

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酒店是
普洱发展“森林+旅居”模式的成果
之一。普洱市立足于合理有效开发
森林资源，不断创新和拓展旅居形
式，依托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亚太
森林组织普洱基地、墨江国家森林
公园和澜沧国家森林公园等，完善
康养步道、疗养设施、引导系统和住
宿、餐饮等接待设施，成功打造亚热
带植物园、亚太森林组织培训基地
等森林康养项目，让游客住在森林
间、玩在森林间、学在森林间，将森
林资源变财富，成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融入文化体验
提升康养旅居内涵

房车、木屋、茶园、云海……云
缦营普洱倚象山营地暨半山酒店依
托国家 AAA级景区云缦营倚象山，
东临万亩茶园，西靠茂密雨林，成为
半山之间的一片秘境。

以茶山资源为依托，云缦营半
山酒店为游客提供茶山旅拍和采茶
制茶服务。游客可参与采茶、晒茶、
炒茶等制茶全过程，体验“从茶叶到
茶杯”的独特茶文化。“很多游客最
初不了解茶，参与采茶制茶体验活
动以后，开始讨论茶文化，让我们感
到非常开心。普洱赋予了我们发展
的空间，把普洱的文化宣传推广出
去是我们的责任。”云缦营半山酒店
总经理王志刚介绍，酒店专门打造
了云境咖啡吧和普洱茶空间，希望
让游客感受到普洱“左手咖啡右手
茶”的文化魅力。

此外，通过茶咖制皂、非遗糖
画、绝版木刻等多样的体验活动，让
非遗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走出
去”，让游客“留下来”。“我们希望带
着客人去找玩法，让他们爱上普洱
的风景和文化，把酒店当作目的地
而不是中转站。”王志刚说，云缦营
半山酒店优越的自然条件及服务供
给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
客旅居普洱，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
1.91万人次，今年 1至 4月接待游客
0.42万人次。

以文促旅、文旅融合是普洱森
林康养旅居产业发展的特点之一。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
功后，景区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共接待人数 262431人次，同比增
长 41.58%，旅居景迈山体验非遗文
化之旅和茶文化之旅成为热潮。以
咖啡文化为招牌的普洱各个咖啡庄
园同样成为游客旅居普洱的热门目
的地。作为普洱茶文化的发源地和
中国咖啡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

品质最优的咖啡主产区，普洱市浓
厚的茶咖文化与民族文化、特色文
化交织，融入森林康养旅居之中，让

“文化+旅居”成为普洱森林康养旅
居模式的点睛之笔。

厚植专业领域
擦亮康养旅居名片

走进位于思茅区的淞茂谷，雨
后林间的清新空气中散溢着淡淡的
中药材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淞茂
谷是普洱淞茂谷林下中药材开发有
限公司建立的获国家批准的林下利
用野生珍稀药材基地，种植有龙血
树、余甘子、石斛、滇黄精等种类丰
富的中药材。今年，淞茂谷林下中
药材种植面积达 3320亩。

丰富的生物药材资源为森林康
养旅居产业开辟了特色发展路径。
普洱市生物药材种植面积达 64.29
万亩，产量 8.26 万吨，综合产值
106.83亿元，思茅、宁洱、景谷、孟连
4 个县（区）被认定为云南省“云药
之乡”。依托现有生物药庄园，普洱
市推出了一批集中医药观光、康复
理疗、养生保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
中医药康养园、养生谷。

依托中药材资源，淞茂谷公司
将珍稀药材保护、开发、科研、加工、
销售、种植技术推广、中医药健康旅
游集为一体，打造独具特色的中药
材康养旅居模式。“游客来到淞茂
谷，可以见到各种类型的中药材，了
解它们的特点和功效，还能品尝药
膳、药饮，是真正的康养之旅。”淞茂
谷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天朝介绍，以

中药材为特色名片，淞茂谷吸引了
众多游客，既有参与研学游的学生
和家长，也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
学者，更不乏对养生颇有兴趣的中
老年群体。“现在，淞茂谷每天都有
大巴车载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淞茂谷公司将中药材与康养旅
居相结合，计划打造“一谷、二带、三
区、四片”，围绕淞茂谷与经营区建
成生物药业种植生产带、茶马古道
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带，并配套建
设中医药生物多样性文化展示、茶
马古道中医药养生文化等片区，以
康养为中心，提供吃、住、养生服务
齐全的中药材康养旅游体验。

近年来，康养旅居备受游客青
睐。作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
区，普洱市以此为契机，探索绿色发
展之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文化资
源为加成，深挖地方特色，打造“养
在普洱”的森林康养旅居名片，成功
创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县
（区）4 个、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建设单位 17个；加快高品质酒店建
设，以“硬设施+软服务”助推森林
康养旅居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全
市有星级旅游饭店 25家、等级民宿
10家、拟认定的云南省首批半山酒
店 6家。今年 1至 4月，全市接待游
客 2020.3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98%；实现旅游总花费 235.3 亿
元，同比增长 7.33%。通过让游客

“住在森林 养在普洱”，普洱市让流
量变“留量”、过客变常客，走出了一
条生态与生计兼顾、增绿与增收协
调、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统一的绿色
发展新路。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雪 娇）   
今年以来，普洱市把“赞辉煌成
就·聚银发力量”专题调研与巩固
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
果、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等结合起
来，充分调动老同志参加系列活
动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扩大
覆盖面，引导全市广大离退休干
部弘扬光荣传统、唱响时代赞歌、
凝聚奋进力量。

调研考察话发展。普洱市委
老干部局结合实际、聚焦主题、精
心谋划，规范组织离退休干部开
展“赞辉煌成就·聚银发力量”学
习考察、读书班、主题党日等，充
分发挥老干部优势特长献智出
力。

遍访座谈献良策。充分发挥
离退休工作指导员和生活辅导员
作用，对离退休干部进行一轮遍
访调研，市、县（区）联动，全覆盖
调研走访离休干部，及时听取心
声意见，摸清实际困难问题，有针
对性地帮助他们排忧解难、释疑
解惑。分领域分行业分层次组织
老同志座谈访谈，广泛听取不同
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

民族、不同年龄段离退休干部的
心声和感言，引导离退休干部在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上做表率。

专题宣讲传党声。结合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开展专题宣讲活动，组织政治
立场坚定、政策理论水平高、身体
条件好的离退休干部深入机关、
学校、企业、社区、农村开展宣讲，
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
历史成就，唱响主旋律、弘扬好作
风、传播正能量，影响带动周围群
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主题活动聚“银”心。围绕省
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组织引
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发挥优势，持
续开展“茶城银发助力+”系列活
动。发挥各级老干部党校、老年
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社团
（协会）优势，组织策划系列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展览
展示展演等活动，引导老干部以
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讲述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变迁，表达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赞
誉，为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发展建
言献策。

普洱市持续开展“赞辉煌成就·聚银发力量”
专题调研系列活动

县区
看台看台

墨江县：“三向发力”持续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

江城县：多措并举
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

思茅区芒约：傣族村寨换新颜 村美民富引客来

澜沧县：巧打文旅融合牌 唱响民族“三交”曲

普洱市深挖自然与文化资源打造森林康养旅居新模式——

左手咖啡右手茶 住在森林探秘境
▱云南日报记者  高玥  胡梅君

美好生活在云南
绝版普洱 香遇世界

● 中国科协等21部门联合组织开展2024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 上半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 440个药品通过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初步形式审查

新闻延伸

（据新华社）


